
梁板式筏形基础主梁(JL)钢筋的构造

梁板式筏形基础主梁(JL)钢筋的构造(参考项目二　 基础主梁构造)
基础主梁的钢筋组成,

 

包含纵向钢筋、
 

横向钢筋(箍筋和拉筋)以及其他钢筋,
 

见本书正

文中图 3-4。
它们一般的构造形式,

 

见图 1。

图 1

一般构造要求总结如表 1。

表 1　 JL 钢筋一般构造总结

钢筋种类
跨内

布置特色
连接位置

(基础梁中间段) 锚固特点

顶部纵筋(包括集中
标注的顶筋“T”或原
位修正的顶筋)

全为
贯通筋

①于支座及支座边 ln / 4
范围内连,

 

但外伸及离端
部支座的 ln / 4 范围内,

 

不设连接区;
 

②强调的是连接,
 

弱化与
中间支座的关系

(基础梁端部构造)
①第一层顶筋,

 

伸至端部最外端,
 

然后无
外伸弯折 15d,

 

有外伸弯折 12d;
 

②其余层顶筋:
 

无外伸,
 

伸至端节点最外
端,

 

然后弯折 15d,
 

有外伸则伸入节点内侧
一个拉锚长 la 即可,

 

而不伸至外伸尽端;
③拉锚性质:
与支座的关系:

 

对中间支座,
 

或锚或贯,
 

但鼓励贯通;
 

端部无外伸支座,
 

则须参与
包边(与底筋成对连通);

 

锚固长为 l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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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1

钢筋种类
跨内

布置特色
连接位置

(基础梁中间段) 锚固特点

侧
面
腰
筋

构造:
 

“G”
 全为

贯通筋

抗扭:
 

“N” 全为
贯通筋

规范不明确,
 

即可理解
为:

 

可在任意位置连,
 

或
见节点就锚

搭接和锚固长度全为 15d(无论端部和中
间段);

 

对任何节点,
 

或锚或贯皆可

锚固方式同顶部纵筋;
 

锚固长度为 la,
 

搭

接长度为 ll;
 

对任何节点,
 

或锚或贯皆可

底
部
纵
筋

贯通筋“B”
(集中标注)

全为
贯通筋

①拉锚于端节点,
 

贯穿中
间节点
②连接区为本跨跨中的
lni / 3 范围

③当两毗邻跨的底部贯
通纵筋配置不同时,

 

应将
配置较大一跨的底部贯
通纵筋越过其标注的跨
数终点或起点,

 

伸至配置
较小的毗邻跨的跨中连
接区进行连接

①最底层底筋,
 

伸至端部最外端,
 

然后无
外伸弯折 15d,

 

有外伸弯折 12d;
 

②其余层底筋:
 

无外伸,
 

伸至端节点最外
端,

 

然后弯折 15d,
 

有外伸则伸至外伸尽
端即可,

 

不弯折;
③拉锚性质,

 

节点宜穿越布置

非贯通(节点原
位标注,

 

除集中
标注的贯通筋)

贯 穿 节
点 各 伸
出 ln / 3

由于是非贯通筋,
 

长度不
长,

 

不用考虑连接的问题
在基础梁的端部,

 

构造与底部贯通筋完全
一致

箍
筋

①净跨范围内:
 

首箍距节点边或柱边 50
 

mm;
 

若两种间距,
 

梁两端为加密区,
 

跨中为非加密区;
 

若只
一种间距,

 

表示全净跨内箍筋为一种布置间距,
 

无加密与非加密区之分
②节点范围内:

 

应设置箍筋,
 

其箍筋直径、
 

材料和间距,
 

就近等于梁净跨端部的箍筋;
 

节点两侧梁
宽或高不同,

 

按梁宽的或梁高的一侧配置箍筋;
 

首道取离节点最外边 50
 

mm
③外伸范围内:

 

应设置箍筋,
 

其箍筋直径、
 

材料和间距,
 

就近等于梁净跨端部的箍筋;
 

首道 50
 

mm
④分界箍筋:

 

设置于两不同配置的相邻箍筋区域分界处,
 

且直径就高不就低

拉
筋

①有腰筋才有拉筋,
 

有几排腰筋就有几排拉筋,
 

且上下排拉筋竖向错开设置;
 

②拉筋的设置应随腰筋和箍筋的布置范围而设置,
 

净跨范围内距腰筋起始锚固点 50
 

mm 开始设置;
 

③间距为箍筋非加密区间距的 2 倍(有两种间距)或箍筋间距的 2 倍(一种间距),
 

且≤600
 

mm;
④直径除设计注明外,

 

均为 8
 

mm,
 

材料可直接取 HPB300 级钢筋

附
加
箍

①在主梁上,
 

次梁两侧各 50
 

mm,
 

对称设置,
 

箍筋的直径、
 

材料、
 

道数及间距由设计指定
(若无指定,

 

附加箍=本梁箍,
 

间距=梁箍加密区间距 / 2,
 

道数由设计指定);
②次梁宽及次梁两侧附加箍设置范围内,

 

主梁箍筋照常设置,
 

不受附加箍筋的影响

附
加
吊

①附加(反扣)吊筋的高度应根据主梁高度推算,
 

但顶部平直段不得低于次梁顶面标高,
 

同时注意顶
部平直段与主梁顶部钢筋的净距满足通用构造的规范要求(具体构造见后页的构造详图);
②附加(反扣)吊筋由设计注明,

 

加在主梁上,
 

主梁与次梁的交汇处

ln 净跨的取值

①不涉及别的跨影响的,
 

取本跨的净跨长,
 

如底部非贯通筋在端部节点的伸出长度
ln / 3 和底部贯通筋在跨中 ln / 3 连接区(端取本);
②涉及别的跨影响的,

 

取左右相邻净跨长的较大值,
 

如底部非贯通筋在中间节点的伸
出长度 ln / 3 和顶部贯通筋在中间节点的两边 ln / 4 连接区(中取大)

2



下面分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说明,
 

即基础主梁的纵筋、
 

横向钢筋、
 

其他钢筋。
1)基础主梁的纵向钢筋构造

基础主梁的纵向钢筋包含:
 

以贯通形式存在的有底部贯通筋、
 

顶部贯通筋、
 

侧面腰筋;
 

以非贯通形式存在的有底部非贯通筋。
但纵筋在布置过程中,

 

将会遇见下列情况,
 

见图 2。

图 2　 基础主梁纵向钢筋构造

我们将基础主梁的纵筋分为两组,
 

一组为底部和顶部纵筋,
 

一组为侧面腰筋。 根据基础

梁从梁端到另一端的布置情况,
 

将纵筋分为端部和中间段的构造情况分别进行详细讲解。
(1)基础主梁底部和顶部纵筋构造要点。
基础主梁底部和顶部纵筋于梁端部无外伸时的构造,

 

施工中原则上要求:
 

无论贯通或非

贯通筋,
 

顶筋和底筋一层和一层、
 

二层和二层成对连通,
 

剩余纵筋伸至梁端部尽端后,
 

皆弯

折 15d,
 

但考虑到造价和施工的区别,
 

故本章不做具体介绍。

表 2　 基础主梁底部和顶部纵筋于梁端部的构造要点

类型 钢筋构造图示
钢筋构造要点

( ln 为端部支座第一跨的净跨度)

无
外
伸

①基础梁底部最下排、
 

顶部最上排钢筋伸至端
部后弯折 15d,

 

且与梁包柱侧腋的水平构造蝶
筋绑扎在一起;
②基础梁顶部下排钢筋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后
弯折 15d,

 

当水平段长度≥la 时可不弯折,
 

基

础梁底部上排钢筋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后弯折
15d,

 

且满足水平段长度≥0. 6lab;
③梁端底部非贯通筋,

 

向跨内延伸长度,
 

无论
第一层还是第二层均为 ln / 3,

 

第三层以上的伸

出长度由设计指定;
④顶部贯通筋于端部支座及支座边 ln / 4 范围

内,
 

不设连接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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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2

类型 钢筋构造图示
钢筋构造要点

( ln 为端部支座第一跨的净跨度)

等
截
面
外
伸

①基础梁顶部最上排和底部最下排钢筋应伸
至端部后弯折 12d;
②顶部下排钢筋,

 

可不伸入外伸尽端,
 

而只伸
入柱内侧边一个拉锚长 la 即可,

 

而底部上排

钢筋,
 

则应伸至外伸尽端,
 

但可不弯折 12d;
③当外伸段 l′n hc ≤la 时,

 

基础梁下部钢筋

应伸至端部后弯折 15d,
 

且从柱内边算起水平
段长度≥0. 6lab;
④梁端底部非贯通筋,

 

向跨内延伸长度,
 

无论
第一层还是第二层均为 max( ln / 3,

 

l′n ) ( l′n 为

外伸长度),
 

第三层以上的伸出长度由设计指
定;
⑤顶部贯通筋于端部支座及支座边 ln / 4 范围

内,
 

不设连接区

变
截
面
外
伸

①构造要求与等截面外伸一致;
 

②基础梁根部高度为 h1 ,
 

端部高度为 h2 ;
③外伸段顶部钢筋的伸出长度,

 

应考虑坡度系
数的影响,

 

利用勾股定理来计算

同一基础主梁在中间支座两边可能没有差别,
 

也有可能出现差别,
 

这些差别的出现,
 

一

般于梁的平法标注中,
 

在梁的上部的原位修正标注中显示出来。 中间支座两边顶部和底部的

纵向钢筋在支座处,
 

应该遵循的原则是:
 

有差互锚,
 

无差互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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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　 基础主梁底部和顶部纵筋于梁中间段的构造要点

类
型

钢筋构造图示
钢筋构造要点

( ln 为支座两侧净跨度的较大值)

左
跨
右
跨
无
差
别

①无差互通:
 

由于中间节点的左跨和右跨梁没
有差别,

 

因此顶部和底部纵向钢筋直接连续通
过节点;
②两毗邻跨底部贯通筋设置不同时,

 

应将配置
较大一跨的底筋越过其标注的跨数终点或起
点,

 

伸至配置较小的毗邻跨的跨中连接区内进
行连接;
③支座两边顶部纵筋直径相同但根数不同时,

 

应将配筋小侧钢筋全部与大侧同筋,
 

且穿过中
间支座,

 

配筋大侧的多余钢筋拉锚( la)于中间

支座,
 

且至少伸至柱对边内侧

梁
底
有
高
差

①无差互通:
 

梁顶无高差,
 

梁顶的纵筋连续通
过中间节点;
②有差互锚:

 

梁底有高差,
 

则梁底的纵筋,
 

无
论贯通筋或非贯通筋,

 

均于阴角相互延伸一个
拉锚长度 la;
③梁底高差坡度,

 

根据现场可取 30°、
 

45°、
 

60°,
 

计算时可取 45°

梁
顶
有
高
差

①无差互通:
 

梁底无高差,
 

梁底的纵筋无论贯
通筋或非贯通筋,

 

均连续通过中间节点;
 

②有差互锚:
 

梁顶有高差,
 

则高梁梁顶的第一
排纵筋,

 

与低梁所有顶筋,
 

均于阴角相互延伸
一个拉锚长度 la;
③高梁顶部第二排钢筋,

 

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
折 15d,

 

当直线段长度≥la 时可不弯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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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续表 3

类
型

钢筋构造图示
钢筋构造要点

( ln 为支座两侧净跨度的较大值)

梁
宽
有
变
化

如图,
 

支座右侧梁较左侧梁宽,
 

左侧在右侧的
投影范围内无差异,

 

右侧的宽出部分有差异。
①无差互通:

 

较窄的左侧梁钢筋应与较宽的右
侧钢筋在投影范围内保持一致,

 

全部相互连续
通过中间节点;
②右侧宽出部分的钢筋构造,

 

与端部无外伸构
造相同

(2)基础主梁的侧面腰筋构造要点。
基础主梁的侧面腰筋分为两种,

 

一种为带“ G”头的构造腰筋,
 

而另一种为带“ N”头的抗

扭腰筋,
 

它们构造的关键区别,
 

主要反映在连接长度和锚固两个方面,
 

所以我们平法识图的

时候,
 

一定要注意集中或原位标注中侧面腰筋的“带头”情况,
 

如表 4。

表 4　 基础主梁的侧面腰筋的构造要点

类型 基础梁 钢筋构造图示 钢筋构造要点

构
造
腰
筋

带腋十字交叉,
 

且交叉处有柱

①搭接和锚固长度全为 15d,
 

由于构
造腰筋直径较小,

 

且 15d 也较短,
 

因
此我们可以理解为:

 

见支座就锚,
 

全
为贯通筋,

 

因此构造腰筋可以单跨单
跨的计算,

 

并不考虑全梁贯通而只考
虑单跨贯通;

 

②侧面构造腰筋锚入梁包柱侧腋内
15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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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续表 4

类型 基础梁 钢筋构造图示 钢筋构造要点

构
造
腰
筋

不带腋十字交
叉

①搭接和锚固长度全为 15d,
 

由于构
造腰筋直径较小,

 

且 15d 也较短,
 

因
此我们可以理解为:

 

见支座就锚,
 

全
为贯通筋,

 

因此构造腰筋可以单跨单
跨地计算,

 

并不考虑全梁贯通而只考
虑单跨贯通;
②侧面构造腰筋锚入交叉梁内 15d

丁形交叉

①交叉位置无柱时,
 

见图,
 

除横梁外
侧构造腰筋贯通外,

 

其余锚入交叉梁
内 15d;
②交叉位置有柱时,

 

各梁(三边) 侧
面构造腰筋锚入梁包柱侧腋内 15d,

 

同带腋十字交叉基础梁的情况

抗
扭
腰
筋

标注位置和布置要求同侧面构造腰筋
①锚固方式同顶部纵向贯通筋,

 

锚固
长度为 la,

 

搭接长度为 ll,
 

全为贯通

筋,
 

任意位置连;
②当抗扭腰筋直径较小时,

 

可考虑见
支座就锚,

 

锚固长度为 la,
 

只考虑单

跨的贯通和单跨计算,
 

当抗扭腰筋直
径较粗时,

 

如顶部纵筋,
 

全梁贯通,
 

但任意位置连,
 

只锚固于基础梁端
部,

 

锚固长度为 la

图 3　 基础主梁箍筋布置位置情况

2)基础主梁的横向钢筋构造

基础主梁的横向钢筋包括箍筋和与侧

面纵筋相配合的拉筋。
基础主梁的箍筋标注大多包括一种间

距和两种间距这两种情况,
 

但都需要考虑

位置,
 

见图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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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　 基础主梁的横向钢筋构造要点

类型 钢筋构造图示 钢筋构造要点

拉
筋

①a≤200
 

mm;
②其余见表 3-2-1 有关拉筋的
主要内容;
③拉筋长度 = 梁宽-2×基础主梁
保护层厚度+2×弯钩长(拉筋弯
钩等同于梁箍弯钩构造);
④上下排拉筋竖向错开设置,

 

为
计算拉筋道数的关键,

 

加上拉筋
的起步距离和间距,

 

就能计算出
拉筋的道数来(见后拉筋计算实
例分析)

箍
筋

净
跨
范
围
内

①首箍距柱边 50
 

mm;
 

若两种间
距,

 

梁两端为加密区,
 

跨中为非
加密区;

 

若只一种间距,
 

表示全
净跨内箍筋为一种布置间距,

 

无
加密与非加密区之分;
②计算箍筋数量时,

 

我们先计算
单跨梁两端的第一种箍筋(加密
区)的根数和所占用的范围,

 

然
后计算非加密区箍筋道数[等于
(梁净跨-两段加密区范围) / 第
二种箍筋间距(非加密区) (向上
取整) -1]

支
座
范
围
内

①应设置箍筋,
 

其箍筋直径、
 

材
料和间距,

 

就近等于梁净跨端部
的箍筋;

 

节点两侧梁宽或高不
同,

 

按梁宽的或梁高的一侧配置
箍筋;
②首箍距节点边或柱边 50

 

mm;
③分界箍设置于两不同配置的
相邻箍筋区域分界处,

 

且就高不
就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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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续表 5

类型 钢筋构造图示 钢筋构造要点

箍
筋

等
截
面
外
伸
范
围

①应设置箍筋,
 

其箍筋直径、
 

材
料和间距,

 

就近等于梁净跨端部
的箍筋;

 

首道 50
 

mm;
②等截面外伸箍筋间距等于梁
端第一种箍筋间距,

 

箍筋大小在
外伸段没有变化,

 

直接等于本梁
梁端箍筋大小;
③分界箍设置于两不同配置的
相邻箍筋区域分界处,

 

且就高不
就低

变
截
面
外
伸
范
围

①应设置箍筋,
 

其箍筋直径、
 

材
料和间距,

 

就近等于梁净跨端部
的箍筋;

 

首道 50
 

mm;
②变截面外伸箍筋间距等于梁
端第一种箍筋间距,

 

但箍筋大小
应随截面的变小而变小;
③分界箍设置于两不同配置的
相邻箍筋区域分界处,

 

且就高不
就低

搭
接
范
围
内

①搭接长度范围内箍筋加密,
 

要
与周边箍筋的直径和间距做全
面比较,

 

就高不就低;
②搭接区内箍筋直径应≥d1 / 4
(d1 为搭接纵筋最大直径);

 

间

距≤5d2 (d2 为搭接纵筋较小直

径),
 

且≤100
 

mm(详见通用构
造搭接箍筋加密要求)

3)基础主梁的其他钢筋构造

基础主梁的其他钢筋主要包括附加箍筋、
 

附加反扣吊筋和加腋筋。
附加箍筋、

 

附加反扣吊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
 

加在主梁上、
 

主次梁的交汇处、
 

次梁的两

侧对称,
 

同时以附加钢筋来作为判别谁是主梁的标志———交汇处,
 

谁加了附加钢筋,
 

谁就是

主梁。 具体构造,
 

见表 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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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　 附加箍筋、
 

附加反扣吊筋的构造要点

类型 钢筋构造图示 钢筋构造要点

附
加
箍
筋

①在主梁上,
 

次梁两侧各 50
 

mm、
 

对称
设置,

 

箍筋的直径、
 

材料、
 

道数及间距
由设计指定(若无指定,

 

附加箍 = 本梁
箍,

 

间距 = 梁箍加密区间距 / 2,
 

且≤8
倍箍筋直径,

 

道数由设计指定);
②次梁宽及次梁两侧附加箍设置范围
内,

 

主梁箍筋照常设置,
 

不受附加箍筋
的影响

附
加
反
扣
吊
筋

①附加(反扣)吊筋的高度应根据主梁
高度推算,

 

但顶部平直段不得低于次梁
顶面标高,

 

同时注意顶部平直段与主梁
顶部钢筋的净距满足通用构造的规范
要求(具体构造见后页的构造详图);
②附加(反扣) 吊筋由设计注明,

 

加在
主梁上,

 

主梁与次梁的交汇处

梁板式筏形基础基础主梁与柱的结合部(节点),
 

除基础梁比柱宽,
 

且完全形成梁包柱的

情况外(设计时经常设计成宽扁梁,
 

即基础梁宽大于柱宽尺寸至少 100
 

mm,
 

这样就不必加腋

了),
 

须对交汇处的梁进行加腋处理,
 

常以侧腋(平腋)居多,
 

结合部的侧腋构造情况分为五

种,
 

见表 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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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　 基础主梁与柱结合部(节点)侧腋钢筋构造情况

类型 钢筋构造图示 钢筋构造要点

十
字
交
叉

丁
字
交
叉

无
外
伸
转
角

中
心
穿
柱

偏
心
穿
柱

①基础梁与柱的结合部侧腋钢筋,
 

由侧
腋水平构造蝶筋及其分布筋组成,

 

均可
不在施工图上标注,

 

直接按相关标准图
集上的构造规定即可;
②侧腋蝶筋的规格取≥12

 

mm 且不小
于柱箍直径;

 

平行于柱箍,
 

以间距同柱
箍间距布置;

 

如图中模式,
 

两头自腋边
阴角锚入梁宽对边,

 

锚固长度自腋边阴
角算起,

 

各为 la;
③侧腋蝶筋的分布筋,

 

HPB300 级光圆
钢筋,

 

8@ 200,
 

垂直布置于蝶筋内侧、
 

全体腋边范围内阴角打止(基础梁内不
布),

 

并与柱纵筋平行;
 

立于 LPB 顶部
钢筋上(低板位),

 

站脚长 100
 

mm,
 

如

图:
 

;

④同一节点各边侧腋尺寸及配筋均相
同;
⑤基础梁与柱的结合部的侧腋钢筋,

 

布
置于基础梁非板厚范围内,

 

即腋厚范围
内;
⑥侧腋水平构造蝶筋的间距与柱箍筋
直径相同,

 

为保守起见,
 

理解为正上柱
箍筋 加 密 区 间 距;

 

下 起 步 距 腋 底
50

 

mm,
 

上起步距腋顶 100
 

m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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